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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电气测量在发电、输配电、用电及保护的各个环节都必不可少，其重要性不必赘言。而且大多数
的电气测量仪表，特别是数字化测量系统，电子测量电路必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者在多年的
电气与电子测量技术教学中，使用过数本关于电气测量方面的教材，发现在电子测量电路部分内容大
多停留在&ldquo;模拟电子电路&rdquo;课程的水平上，未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；同时，有些章节内
容过于教条，不够具体，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。于是，作者产生重新编写教材的想法。经过一年的努
力，我和几位同事合作，一起完成了本书的初稿，以校内讲义的形式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
动化专业三年级本科生中试用1年，虽然讲义版教材中错误不少，但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热情有明显
提高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和我的同事。于是，我们对讲义做了大量的修订，形成本书。　　本书在总
体内容安排上，不能说有什么创新。如前两章介绍测量系统和误差理论，接下来介绍常用的传感器原
理和调理电路，后续章节介绍数字化测量系统等，最后是抗干扰技术。但在具体章节的内容组织上，
力求结合电气测量的实际，让设计目标更加具体，激发学生将已学知识充分发挥运用。如第4章中关
于调理电路的设计，较全面地介绍了实际集成运算放大器产品的多样性和不同特性，让学生在模电课
程中建立的理想集成运放回归到现实非理想的、多样性的集成运放。为了适应现代数字化电气测量系
统的广泛应用，本书着重对几种模数转换器的原理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，从而让学生能在具体的应
用中，能根据需要选择正确的模数转换器。　　在本书第8章中，重点对电气测量中常见的干扰源做
了归纳总结，对干扰路径做了详细的讲解，并从最基本的原理--电磁感应原理出发，来阐述抗干扰的
对策，通俗易懂，避免了过去很多教材教条式的罗列，学生普遍有所收获。　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，
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张彦教授、江秀臣教授对本书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；美国Analogue Device公
司为相关电路设计提供了产品资料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　　作者在高等学校从事电气及电子测量技
术方面的教学工作近十年，期间也不断地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，对电气测量中常涉及的难点，如干扰
、共模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，也力求能在本书中得到体现。由于时间仓促，错误或不足之处恐难免，
谨请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。　　罗利文　　2011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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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电气与电子测量技术》共8章，第1章主要介绍测量系统的构成和特性；第2章介绍误差理论；第3章
介绍常用的传感器和差动电桥；第4章介绍集成运放和调理电路；第5章介绍了互感器、指针式电工仪
表原理以及常见的绝缘预防性试验；第6章则介绍了现代数字化电气测量系统及其常用的算法；第7章
介绍了Labview在电气测量中应用；第8章介绍了电气测量中典型的干扰源及其抗干扰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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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学校用的课本，电气自动化专业必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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